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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 

一、研究動機 

 

    在搭公車的路上，我們發現娃娃機店越開越多，甚至是黃金店面也不例外，不管是高雄

火車站或者是商圈，處處都有它的蹤跡，住家附近也開了很多間，娃娃機店甚至變成連鎖企

業，例如珂珂瑪物聯網、哇！好多娃娃機和集娃娃遊樂世界。也有很多沒有招牌的娃娃機店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當我們在回首觀察周遭的事物時，卻發現它們已經被娃娃機店取代。甚至在 Facebook 和

其他的交流平台，都可以看到，娃娃機廠商在社交網站上徵台主，以及商品的提供，還有在

網路商標價，甚至直接販賣娃娃機機台，因此引發我們想要探討，為何娃娃機會逆襲日韓中

美玩出 2 千億商機。 

 

二、研究目的 

 

    我們主要探討悶經濟與娃娃機在台灣興盛的關係。 

 

三、研究方法 

 

(一) 文獻分析法 

(二) 實際觀察法 

(三) 訪問分析法 

(四) 問卷調查法 

 

四、研究過程 

   

 

圖 1:研究過程 

(圖 1 資料來源;研究者繪製) 

1.確定研究主題 

2.收集相關資料 

3.資料整理與分析 

4.整合得出結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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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循環圖 

 
圖 2:循環圖 

(圖 2 資料來源:研究者繪製) 

 

貳、正文 

 

一、娃娃機的起源 

 

    娃娃機是誕生超過半個世紀的遊戲機台，簡稱街機。之前，一直被一些新興遊戲機打敗，

產值只有現在的四分之一，現在創下高峰，掀起一波不可思議的逆襲，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，

產值翻了一倍，在全球玩出 2 千億的商機(林洧楨，2017 年 6 月)，帶頭突圍悶經濟的當紅炸

子雞，竟然是娃娃機。 

 

二、娃娃機吸引人之處 

 

    東西便宜，保證夾取，購物像玩遊戲 

 

    (一)就算夾不到，只要投足金額一樣拿的到獎品，讓客戶不做冤大頭。 

 

    (二)你想的到的東西都能夾，不管是低單價的娃娃，或是電動工具組，都能被當成超級大

獎，可經由兌換卷來贏走，沒有甚麼不能賣。 

 

    (三)結合手遊，賺親子財，例如，林士堯說湯姆熊以親子機大量取代電玩機，讓家長當軍

師，幫小孩賺更多彩票，增加互動的溫度，賣的是一種玩遊戲的爽度。 

黃金店面
沒人租 

房東收入
減少 

房東找娃娃
機業者合作 

年輕人玩的
比例較高 

無法負擔高
消費的娛樂 

高消費娛樂
經營不佳 

悶經濟 

商家倒閉，
員工失業 

娃娃機風潮在日台韓中

美發酵中-以台灣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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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娃娃機的心理學 

 

    為了直接瞭解夾娃娃心理，以及它們的消費年齡，我們針對附近較大型的娃娃機店以及

全國連鎖的九乘九的消費者設計問卷，共發出問卷 100 份，並全部收回，以下為問卷分析結

果。 

 

 
圖 3、4:訪問者的年齡及性別 

(圖 3、4 資料來源:問卷調查) 

 

 

圖 5:如果您有 150 元，您會選擇下列何者選項 

(圖 5 資料來源:問卷調查) 

 

    由我們的調查結果，我們發現，年輕族群玩夾娃娃機的比例較中老年族群高。而由圖 4

我們可以看出，較為平均。由問卷的第四題我們發現，選擇夾娃娃者的年輕族群大多選擇，

一旦開始就停不下來，以及花十塊錢，就可以夾到娃娃的博弈心理，中年族群則大多數認為，

消磨時間以及紓壓。選擇買娃娃者，則是認為浪費時間和金錢，和沒技術，用買的反而比較

划算旗鼓相當。 

 

    我們體驗了一下夾娃娃機的心理學，我們花了 400 塊，才夾中一隻價值 180 的娃娃，我

們因為沒技術，所以我們去文具店買娃娃比較划算。 

47.20% 

32.80% 

15.40% 
4.60% 

受訪者年齡 

18歲以下 19~30歲 

30~50歲 50歲以上 

42 

58 

訪問者性別 

男生 女生 

28.10% 

30.80% 

23.80% 

17.30% 

如果您有150元，您會選擇下列何者選項? 

夾娃娃 去文具店買娃娃 都可以 都不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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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四、娃娃機店的分布 

 

    以下是我們使用 google 地圖所整理而成的娃娃機店分布圖，我們由這三個大都會區分別

為，台北、新北和桃園，我們可以看出娃娃機店慢慢進入了我們生活周遭，尤其是各都會的

精華地段，台北以士林夜市和大稻埕為主，新北則以板橋為重心，桃園以中壢為重鎮。 

 

 

圖 6:台北局部娃娃機店的分布 

(圖 6 資料來源:google 地圖) 

 

 

圖 7:新北局部娃娃機店的地址 

(圖 7 資料來源:夾娃娃練功房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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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:桃園局部娃娃機店的地址 

(圖 8 資料來源:夾娃娃練功房) 

 

  五、娃娃機店興起和悶經濟的關係 

 

    (一)台灣為何悶經濟 

 

    問題的癥結在創新的不足與生產力的低落。1980～2000 年台灣的勞動生產力平均成長率

為 6%，2000 年以後就掉到 3%，實質薪資更是零成長，平均失業率則上升至 4.4%。生產結構

未能順利轉型，仍以製造業為主，經營方式仍靠委託加工(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，2015)，

台灣接單，海外生產。因低附加價值率，毛利率也低，造成勞、資雙輸的結局。  

     

加上台灣的外交受中國打壓，中國人現在很少來台灣觀光，切斷了旅遊遊業和飯店業者

的主要財源，少了 3000 億的金錢流入台灣，目前台灣的經濟如一灘死水，若不尋找突破的方

法，只會深陷泥棹。 

  

除了旅遊業者以外、娛樂業、以及餐飲業跟著受引響，所謂的牽一髮而動全身，整個經

濟跟著受引響，新聞裡經常看到，什麼都漲唯獨薪水不漲，失業與經濟的衝擊，加上這些年

的國際局勢緊張，造成民眾心理動盪不安，和近期的天災，造成極大影響。 

 

悶經濟最近成為探討台灣經濟困局的流行語。起源於前行政院院長江宜樺指出，

由於台灣受限於產業無法順利升級轉型，使薪資無法提升、失業率一直維持在四％，

台灣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，處於類似困境而無法突破，有什麼字可以形容，就是在

經濟發展上的一種「悶」的氣氛。「悶經濟」的確是當前台灣經濟的寫照。日前政府

信誓旦旦的說今年經濟變很好，出口皆有成長，但是問題是人民感受不到經濟復甦的感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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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、訪問娃娃機店業者 

 

    我們訪問了三位娃娃機店業者，以下是他們的訪問內容。 

 
圖 9:開店原因 

(圖 9 資料來源:業者訪問) 

 

圖 10:投資機台的數目 

(圖 10 資料來源:業者訪問) 

 

圖 11、12:娃娃機店淨利與營收 

(圖 11、12 資料來源:業者訪問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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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3、14:一台娃娃機與店租成本 

(圖 13、14 資料來源:業者訪問) 

 

 
圖 15、16:娃娃機店地址與前租店者 

(圖 15、16 資料來源:業者訪問) 

 

    業主表示，現在投資娃娃機店越來越難賺，因為如雨後春筍般開越來越多，市場過於飽

和，現在想賺錢只能求新求變，才能招來新客源。場主的觀點是，因為店面租不出去，又不

願放著養蚊子，之所以因為跟台主合作，是因為不會有破壞性的裝潢，開娃娃店的目的只是

要收機台租金，工作只需偶爾巡場、補補兌幣機的硬幣、試玩各個機台、查看機台狀況等。

大部分場主都有其他工作，這個兼職不需員工、獲利極高。當台主花 5000 元就能圓一個創業

夢，讓上班族爭相投入。(中國時報，2017.10.30) 

 

七、場主與台主 

 

    (一)場主的定義 

 

    一般租下店面的人稱為「場主」，會在店內擺放數台娃娃機，每台成本約 2.5 萬元至 3 萬

元，另外設置一台成本約 1 萬元的兌幣機，接著開始招商出租。(經濟日報，2017/10/30) 

 

    (二)台主的定義 

 

    承租機台的人，則稱為「台主」，雙方會簽合約。台主的主要工作，負責補貨、布置夾娃

娃機，寫下保證取物金額，每個機台要留下聯絡方式，若遇顧客被吃錢、娃娃卡洞或其他障

礙，由台主負責排除，也可全數帶走機台內營收。(經濟日報，2017/10/3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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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葡式蛋塔效應、娃娃機店風潮與鬱金香狂熱 

 

表 1: 葡式蛋塔效應、娃娃機店風潮與鬱金香狂熱的比較 

(表 1 資料來源:研究者整理) 

效應

名稱 

葡式蛋塔效應 娃娃機店風潮 鬱金香狂熱 

發生

時間 

1990 年代 2015 迄今 1636~1637 年 

發生

地點 

台灣、香港 台灣、南韓、日本、美國、

中國大陸 

荷蘭 

發生

起因 

當瑪嘉烈餅店的葡式蛋

塔在台灣掀起熱潮後，

瘋狂的排隊潮以至於蛋

塔都供不應求，店鋪如

雨後春筍般出現，到了

2000 年左右開始消退(上

報，2016/7/23)而此現象

也被台灣人稱為「蛋塔

效應」。 

中國年成長到四十萬以

上。韓國因面對悶經濟成為

紓壓管道而多 67 倍。日本

需求量增 30%。美國訂單增

五成。(商業週刊，2017.6.26)

台灣則因店面租不出去，而

暴增 4000 家。 

鄂圖曼土耳其引進的鬱金香

球根吸引大眾搶購，導致價

格瘋狂飆高，在泡沫化過

後，價格剩下高峰時的百分

之一(維基百科，20181/29)讓

荷蘭各大都市陷入混亂。 

圖片 

   

     

由以上的比較，我們發現娃娃機店風潮跟葡式蛋塔效應較為相像，一窩蜂的病毒式行銷，

固然能到洗腦作用，引起消費者注意。然而這樣新型態的模式被大量複製，競爭者愈來

愈多，民眾選擇增加，(台灣關鍵評論，2018.1.4)若無法求新求變，只一味守成，當新鮮

感隨時間褪去，就是產業的末路。建議可建立特色店家、具有主題性的風格開始做起。 

 

參、結論 

 

    我們發覺娃娃機，或許是一種跟風效應，我們台灣與南韓較為類似，皆因悶經濟，競爭

壓力大，生活苦悶才會找娃娃機這種娛樂小確幸舒壓，我們發覺這可能是下一個葡式蛋塔，

因為之前如雨後春筍地冒出 4 倍多，之後又以非常快的速度倒閉。日本因為是娃娃機的原產

地，所以增加是正常的，美國隨著經濟復甦帶起運動接機的需求，中國於 2014 年解禁後，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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娃機年增 30 到 40 萬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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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:問卷內容 

  

娃娃機風潮在日台中美韓發酵中 問卷調查 No. 

 

    親愛的娃娃機客戶您好!我們是高雄市立文山高中高二的學生，我們正在撰寫小論文。我

們主要是研究娃娃機的心理學以及消費年齡層，娃娃機在我們的生活周遭越開越多，漸漸地

影響我們的生活，我們從大環境的改變發現一些端倪，娃娃機之所以在三年內可以從不到一

千家開到如今有五千家的驚人數字，因為一定有人消費，才會陸續開這麼多家，所以我們想

探討消費的年齡層以及娃娃機吸引人之處，因此請您提供您寶貴的意見。 

 

1.請問您的年齡? 

  □18 歲以下 □19 歲~30 歲 □31 歲~50 歲 □50 歲以上 

2.請問您的性別? 

  □男性 □女性  

3.如果您有 150 元，請問您是會去夾娃娃還是去文具店買娃娃? 

  □夾娃娃 □買娃娃 □都可以 □都不要 

4.第三題選夾娃娃者以及都可以者，請回答此題。 

  請問您覺得夾娃娃和買娃娃有什麼不同？ (多選)  

  □夾娃娃帶來的是一種金錢無法代替的成就感。 □夾娃娃可以消磨時間，紓壓。 

  □女朋友說喜歡裡面的娃娃，所以我要想辦法夾到。 □ 一旦開始就停不下來。 

  □花十塊錢就可以夾到娃娃的賭博心理。 

5.第三題選買娃娃者，請回答此問題。(多選) 

  □覺得夾娃娃浪費時間和金錢。 □沒技術，買反而比較划算。 

6.當住家周圍的店家，變成一台又一台的娃娃機。周圍店家倒閉,即使是高雄火車站也無一倖

免。請問您覺得娃娃機店越開越多，會影響經濟嗎? 

  □有 □無 

 

問卷填寫日期:2018 年 2 月  日 


